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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饮食研究对健康促进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城市转型进程中居民饮食越发多样化与复杂化.
 

该研究选取中国

知网(CNKI)数据库中2000-2020年发布的饮食相关文献,
 

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有关饮食文献进行计

量分析.
 

结果表明:
 

在时间序列上饮食研究热度持续攀升;
 

在饮食研究内容与热点上关注饮食行为、
 

饮食习惯、
 

膳

食营养、
 

饮食与健康及饮食的影响因素;
 

在研究人群上更加关注儿童、
 

青少年等低龄化群体;
 

在研究视角上大多限

于流行病、
 

医学、
 

疾控等领域.
 

同时,
 

也存在如下问题:
 

针对居民饮食复杂情境的研究较少,
 

缺乏从饮食时间、
 

地

点、
 

食品摄入来源等多维视角全面解析居民3餐饮食规律,
 

在饮食影响机制解析方面缺少城市空间、
 

家庭秩序、
 

邻

里交往等多学科交叉研究.
 

针对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问题做出了展望,
 

包括饮食行为复杂情境测量、
 

饮食影响机

制、
 

饮食为中介效应的健康模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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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et
 

research
 

plays
 

an
 

important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on
 

of
 

health.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transition
 

period,
 

residents'
 

diet
 

became
 

more
 

diversified
 

and
 

complicated.
 

In
 

this
 

study,
 

the
 

diet-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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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s
 

published
 

from
 

2000
 

to
 

2020
 

in
 

CNKI
 

database
 

was
 

selected
 

to
 

conduct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s
 

on
 

diet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ime
 

series,
 

the
 

popularity
 

of
 

dietary
 

research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the
 

content
 

and
 

hot
 

topics,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dietary
 

behavior,
 

dietary
 

habits,
 

dietary
 

nutrition,
 

diet
 

and
 

health.
 

In
 

researched
 

populations,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were
 

mostly
 

limited
 

to
 

epi-
demic,

 

medicine
 

and
 

disease
 

control.
 

At
 

the
 

same
 

tim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ere
 

also
 

found.
 

There
 

were
 

few
 

studies
 

on
 

the
 

complex
 

diet
 

situation
 

of
 

residents,
 

and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si-
dents'

 

three
 

meals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f
 

diet
 

time,
 

place
 

and
 

food
 

intake
 

source,
 

also
 

a
 

lack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urban
 

space,
 

family
 

order
 

and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al-

ysis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et.
 

Finally,
 

this
 

paper
 

gives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key
 

issues,
 

including
 

complex
 

situation
 

measurement
 

of
 

diet
 

behavior,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et,
 

and
 

health
 

model
 

of
 

diet
 

as
 

mediate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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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城市转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和疾病谱不断变化,
 

饮食摄入与营

养摄入模式逐渐多元化与复杂化[1-4],
 

不合理膳食导致的慢性病负担日益加重.
 

据医学权威杂志《柳叶

刀》对195个国家和地区居民饮食的系统性分析,
 

表明不良饮食结构与心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等慢性病

发病率存在高度相关关系,
 

而且指出近30年来全世界1/5的死亡案例与不健康饮食有关,
 

其中我国位

于饮食相关致死风险的高发区域[1].
 

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确指出,
 

合理饮

食是健康的基础.
 

因此,
 

有关居民饮食研究的主要内容、
 

影响因素、
 

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机制等方面均

有待深入探索.
现代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技术的应用可以对海量文献数据进行多元、

 

历时性动态分析,
 

科学知识

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文献可视化分析方法[5].
 

CiteSpace软件作为基础

文献分析工具,
 

自开发至今已广泛用于心理学、
 

社会学、
 

经济学、
 

地理学等领域,
 

成为近些年来最具影响力

的科学知识图谱工具[6],
 

但该分析方法在中国居民饮食研究分析中尚未见使用.
 

本文基于CiteSpace软件

对国内居民饮食研究的知识网络结构及演化特征进行定量分析,
 

通过强调饮食研究的发展趋势,
 

为现有知

识体系添加有益信息,
 

并作为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的工具包,
 

以期为饮食促进和健康管理提供启示.

1 研究材料与方法

本文利用CiteSpace
 

5.7.R5W分析了2000-2020年国内有关居民饮食研究的发文量、
 

热点关键词演

变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
 

并基于城市转型期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提出未来有关饮食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

文献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
 

在知网平台上以“饮食”
 

“饮食行为”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搜索,
 

在文献筛选的

过程中剔除会议、
 

报纸、
 

年鉴、
 

图书、
 

专利等,
 

选取EI来源的中文期刊、
 

CSSCI期刊、
 

CSCD期刊和北大核

心期刊,
 

筛选出相关度较高的754篇文献,
 

并以Refworks格式导出,
 

然后将其导入CiteSpace
 

5.7.R5W知

识图谱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

2 饮食研究总体概况分析

2.1 饮食研究的时间分布

总体来看,
 

学术界对饮食研究的关注度持续攀升,
 

2010-2014年呈缓增趋势,
 

2016年开始饮食研究进

入蓬勃发展期,
 

文献量陡增,
 

2019年达到峰值(图1),
 

分析发现这种现象与我国践行饮食健康政策与健康

中国战略高度相关.
 

2016年8月,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出台,
 

强调全面普及膳食营养知识,
 

发布了适

07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合不同人群特征的膳食指南,
 

引导居民形成科学的膳食习惯,
 

推动健康饮食文化建设.
 

由图1可以看出,
 

2016-2020年饮食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及饮食在各领域的研究热潮,
 

关键在于中央政策的导向及权威学术

研究的推动作用.

图1 我国居民饮食研究的中文文献数量变化(2000-2020)

2.2 饮食研究的热点分析

关键词的共现能够有效显示学者对饮食及饮食行为关注的热点方向和热点领域,
 

伴随关键词从左上至右

下的排列(图2),
 

图2中共现关键词可以大致分为3个梯度.
 

第1梯度的关键词为“饮食行为”(192次)、
 

“饮食

习惯”(142次)、
 

“学生”(120次);
 

第2梯度的关键词为“儿童”(59次)、
 

“健康教育”(56次)、
 

“态度”(56次);
 

第

3梯度的关键词为“影响因素”(46次)、
 

“行为”(41次)、
 

“营养状况”(30次)等.
 

关键词频率如表1所示.

图2 饮食研究的中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从第1梯度的关键词来看,
 

饮食行为与饮食习惯是学者们在饮食研究中的重点主题,
 

尤其关注学生群

体,
 

这3个关键词的初现位于2000-2001年,
 

说明上述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表1).
 

从第2梯度的关键词

来看,
 

健康教育作为支持当代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工具,
 

逐渐与饮食态度、
 

饮食行为、
 

饮食习惯等被一并

讨论,
 

尤其是儿童的饮食健康教育.
 

第三梯度的关键词较多,
 

例如研究对象类的关键词,
 

如青少年、
 

大学

生、
 

中小学生等,
 

目前饮食行为的研究对象偏低龄化;
 

研究方法类的关键词,
 

如回归分析法、
 

比较研究法

等,
 

可以看出目前对饮食行为影响因素的探索大多侧重于简单的回归与比较分析;
 

对暴饮暴食、
 

糖尿病、
 

超重群体的饮食干预研究也具有较高的研究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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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居民饮食研究的中文关键词频率

序号 出现频率 初现年份 关键词 序号 出现频率 初现年份 关键词

1 192 2000 饮食行为 16 23 2000 营养知识

2 142 2000 饮食习惯 17 22 2007 健康知识

3 120 2001 学生 18 22 2008 学龄前儿童

4 59 2002 儿童 19 20 2000 大专院校学生

5 56 2002 健康教育 20 17 2008 肥胖

6 56 2002 态度 21 16 2000 中小学生

7 46 2000 影响因素 22 16 2011 回归分析

8 41 2008 行为 23 15 2006 对比研究

9 30 2000 营养状况 24 15 2003 干预

10 28 2002 实践 25 15 2000 暴饮暴食

11 27 2002 知识 26 14 2000 营养教育

12 27 2002 青少年 27 14 2009 超重

13 26 2000 营养 28 12 2005 因素分析

14 24 2000 糖尿病 29 12 2000 消极情绪

15 23 2006 大学生 30 12 2012 饮食行为问题

2.3 饮食研究的领域分析

聚类图谱是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存量总结、
 

归纳整理形成的研究主题,
 

可以直观地展示研究领域,
 

其

原理是通过谱聚类算法生成知识图谱,
 

并通过算法提取标签主题词来表征热点研究[7].
 

本研究采用对数释

然率(Log-likelihood
 

Rate,
 

LLR)提取聚类标签,
 

有关饮食的所有检索文献被分为7个聚类单元(图3),
 

分

别是#0饮食行为、
 

#1饮食习惯、
 

#2营养调查、
 

#3饮食行为问题、
 

#4糖尿病、
 

#5学龄前儿童和#6
 

2
型糖尿病,

 

这7类研究之间重叠性较高,
 

关键词连接也较为紧密.
 

总体来看,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饮食习

惯、
 

饮食行为和饮食营养,
 

主要关注对象为儿童和糖尿病患者.

图3 我国居民饮食研究领域的聚类图谱

2.4 饮食研究的合作网络分析

从图4可以看出,
 

对饮食的研究大多来自于营养与卫生、
 

流行病学、
 

疾控、
 

医学等领域,
 

而从社会学、
 

地理学等视角的交叉研究较少,
 

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强度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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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居民饮食研究机构与合作网络图谱

3 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3.1 饮食行为、
 

饮食习惯与健康的关系研究

饮食问题一直是国民关注的焦点问题,
 

儿童身体机能正处于发育的关键时期,
 

饮食带来的健康风险尤

为突出,
 

儿童饮食行为的优劣和质量可通过关注儿童食用水果、
 

蔬菜、
 

零食、
 

饮用水、
 

油炸食品等频率来反

映和改善[8-11].
 

伴随着疾病谱的改变,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患者数量仍在迅

速增加,
 

患病年轻化更是成为新的趋势.
 

饮食行为依存性通常作为控制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对糖尿病患者饮

食管理进行评价的关键指标[12],
 

其度量基于主观偏好、
 

行为态度、
 

饮食感知等维度.
 

与此同时,
 

致使我国

各类疾病中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首位,
 

我国居民健康、
 

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均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饮食行为指标能有效预测分析心血管患病风险,
 

相关饮食行为的测度通过肉食摄入、
 

素食摄入、
 

主粮粗粮

比例、
 

吃饭速度、
 

饭菜咸度、
 

牛奶饮用频率等得以体现[13].
 

总体来说,
 

饮食习惯与饮食行为的测度内容大

致相同,
 

主要偏向于摄入食品,
 

主观偏好与主观报告的结构化测度模式.
3.2 饮食食品摄入与营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伴随着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
 

总体来看,
 

粮食消费量逐渐减少,
 

肉类食物量快速增加,
 

饮食趋于多元化,
 

膳食结构转型升级导致饲料粮食和其他粮食需求逐步扩大,
 

粮食

安全和需求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我国5大类食品种类的消费趋势来看,
 

饮食消费摄入结构面临由“粮
菜型”向“粮肉菜果型”多元转变的局面,

 

对我国居民未来膳食消费预测、
 

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14].
 

从城乡分异特征来看,
 

我国农村居民奶制品、
 

畜禽肉、
 

水产品、
 

蛋类、
 

鲜菜、
 

水果的人均日消费量低

于城市居民膳食推荐值,
 

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15].
伴随着居民生活方式改变及老龄化程度加深,

 

非传染性慢性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主要死亡原因和重要的

公共卫生问题,
 

膳食营养成为了健康医学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16].
 

有学者借助大型微观数据库分析了不同年

龄、
 

不同职业、
 

不同收入、
 

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维生素B1、
 

维生素B2、
 

钙、
 

能量、
 

钠、
 

脂肪等营养摄入存在显

著差异[17-18].
 

也有学者通过个体线上调查数据,
 

研究了居民饮食食品摄入量、
 

饮食态度、
 

饮食失调行为等[19].
饮食摄入模式是分析饮食营养的重要手段,

 

大量研究通过食物频率问卷法来研究成年人的主要饮食与

膳食模式,
 

认为平衡膳食模式以摄入多种食物为特征,
 

米肉膳食模式以摄入大米、
 

肉类、
 

家禽和鱼类较多

为特点,
 

旨在为身体健康及身体机能研究提供参考[20].
 

在过去30年里,
 

全球儿童肥胖症患病率大幅增加,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
 

到2025年底全球超重或肥胖儿童将超过7
 

000万人,
 

中国将成为肥胖儿童

人数较多的国家之一[21],
 

肥胖儿童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人群,
 

而饮食模式被认为是影响儿童肥胖的主

要风险因素[22-23].
 

既往研究通过统计儿童一周的蔬菜、
 

水果、
 

早餐、
 

纯牛奶、
 

酸牛奶摄入量来确定儿童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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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并进一步提出肥胖预防与管控方案[24-25].
3.3 在外饮食消费与浪费

随着城市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家庭结构小型化,
 

人口老龄化显著,
 

上班通勤时间加长,
 

城市居民

每日外出就餐率高达36%,
 

在外饮食消费呈现出增长态势[26-27].
 

居民在外饮食消费行为体现在消费者对餐

馆偏好、
 

不同就餐目的频率、
 

在外饮食消费时间分布与消费活动圈层等方面.
 

国内居民饮食消费档次逐渐

升高,
 

在居住地和工作地附近食用早餐是普遍的生活规律[28].
 

伴随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和食物可持续消费需

求,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粮食浪费,
 

从中国特色的饮食消费视角出发,
 

得出典型事件性消费(婚宴等)
中肉类和水产类浪费程度高于一般事件性消费(商务/公务餐、

 

家庭聚餐、
 

朋友聚餐).
 

旅游食物消费是外出

食物消费的一种典型形式,
 

在外旅游者对粮食类消费减少,
 

而对肉类、
 

水果类及酒饮料类的消费增加,
 

在

外旅游饮食过程中食物浪费比平时在外消费更加严重[29].
3.4 饮食的影响因素研究

饮食常被认为是一种复杂行为,
 

从生态学研究框架出发,
 

饮食行为是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30-31].
 

经济水平提升的同时使蔬菜、
 

粮食与食用油的支出份额呈下降趋势,
 

而动物性食品、
 

调节性食

品的支出份额呈上升趋势,
 

居民饮食结构发生了改变[32].
 

另外,
 

食物价格对饮食质量的影响随着个体居民

收入层次的差异而有所区分[33].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慢性非传染病替代急性传染病成为公共健康的首要威胁,
 

建立环境规划已

经成为应对公共健康的有效路径[34].
 

早期的饮食地理研究关注社区食品环境对饮食摄入及健康的影响,
 

认

为社区周边不同类型食品店的密度会对食品摄入类别产生一定的影响[35].
 

随着地理背景不确定性概念的

提出,
 

个体日常活动空间范围不仅仅局限在社区周边[36-37],
 

食品环境可延伸至日常活动 移动行为所涉及

的所有空间范围,
 

因此有学者认为人口学特征、
 

居住地环境、
 

活动空间内相关食品环境对食品购买行为均

有显著影响[38-39].
时间被认为是一种机会和资源,

 

决定个体是否拥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某些活动[40].
 

有

研究以家庭生产模型(Household
 

Production
 

Model,
 

HPM)为在外就餐的理论框架,
 

认为时间机会成本上

升和家庭收入提升会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选择在外就餐[41].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文献知识图谱的解析及对现有研究内容的深度挖掘,
 

本文总结出以下几个结论:
1)

 

总体来说,
 

学术界对饮食研究的关注度持续上升,
 

2016-2020年这一时期,
 

国家政策与权威学术研

究进一步推动了饮食在各领域的研究热潮.
2)

 

饮食研究侧重于低龄化儿童、
 

青少年人群的饮食习惯、
 

饮食食品摄入,
 

随着我国疾病谱的改变,
 

饮

食成为了慢性病(尤其对于糖尿病和肥胖)预防与控制的主要手段.
3)

 

饮食问题的研究机构大多涉及到营养与卫生、
 

流行病学、
 

疾控、
 

医学等领域,
 

与地理学、
 

社会学的

交叉研究较少.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家庭结构、
 

居民生活模式和饮食需求发生了根本改变,
 

饮食越发多元化与个

性化.
 

与此同时,
 

城市社会网络越发复杂,
 

饮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的温饱需要,
 

而已具备与城市空间

资源博弈、
 

社会交往、
 

家庭互动的复杂功能.
 

因此,
 

针对转型期社会背景,
 

未来对居民饮食研究需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拓展,
 

以期深入揭示我国居民饮食的特点与规律,
 

进而为健康管控与疾病预防、
 

空间治理提供

新的研究框架与实证指导.
1)

 

构建居民饮食的复杂情境测量维度.
 

现有对饮食行为与饮食习惯的研究,
 

侧重于汇总层面不同食品

种类的摄入频率与主观偏好等.
 

个体饮食时间、
 

饮食地点、
 

食品摄入类别、
 

食品来源、
 

饮食同伴等都是影响

饮食质量的重要方面[1,
 

42-43],
 

同时饮食3餐(早、
 

中、
 

晚)的时间、
 

地点选择、
 

膳食摄入、
 

膳食来源等存在巨

大差异,
 

现有研究折叠和忽略了饮食情境的复杂性.
 

因此,
 

将个体3餐饮食情境进行精细化解读是挖掘饮

食情境转变与饮食规律的重要方式.
2)

 

饮食的影响因素需从家庭、
 

社会交往、
 

城市空间资源视角来解读,
 

加强学科交叉研究.
 

流行病学派

和公共健康管理研究学派对饮食摄入、
 

饮食习惯的影响因素分析大多借助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从个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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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特征、
 

家庭社会学特征、
 

家庭教养方式等视角来解读饮食特征.
 

饮食作为个体日常活动中最为惯常的

行为模式之一,
 

其饮食模式受到社会食品环境、
 

交通环境、
 

家庭秩序、
 

社会交往等多方面的影响与制

约[44-47].
 

因此,
 

对饮食的解读需从单一结构化社会经济特征因素拓展到多维城市空间、
 

家庭、
 

社会交往等

尺度,
 

加强公共健康管理、
 

流行病学与健康地理学、
 

社会学等多元学科的交叉,
 

深入研究饮食的影响机制.
3)

 

构建以饮食为中介效应的健康研究模型.
 

现有以饮食作为中介效应的研究侧重于收入—饮食—肥

胖的作用机制解析,
 

而饮食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局限于收入,
 

可以拓宽至客观制约即城市空间食品资源、
 

家

庭、
 

社会交往的视角.
 

因此,
 

建立主观偏好与客观制约—饮食3餐时空情境—健康模型,
 

可以深入解析健

康的影响机制,
 

为城市空间规划、
 

家庭政策支持、
 

邻里交往、
 

饮食决策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为实现“健康

中国”目标、
 

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提供充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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